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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凹陷复杂断块群油藏特征及勘探技术

林社卿，李连生，白振瑞，宋长青，朱景修

(河南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河南南阳473132)

摘要：泌阳凹陷北部斜坡具有优越的油气富集条件。断裂系统、鼻救构造产状、砂体展布及三者的配置关系控

制昔斜坡带油气葳的类型和分市．西部古碱油田以新鼻油藏为主．末部以断班、新居+岩性油藏为主。断屡的彩

直时期晚于油气大规模运移期，各油田纵向上含油层位跨度大，主力油层分布集中，不同断头主力舍油层位一

致；从南向北油层埋藏苯度连渐变浅，原油性质相应变差；油层厚度薄，多数以中薄层为主；单十断鼻、断块台

油带窄，低部位迅速变为术层，并具有多套独立的油水系统。准确落实断裂系统厦其空间展市是勘探成肚的关

键。迅速发展的三维地震勘探、定向井钻探、井筒硬油层保护等配套技术系列的应用，提高了复杂断鼻、断块群

油气藏的勘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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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凹陷基底为秦岭褶皱带元古界变质岩

系，积盖层主要为新生界，最厚约8000ITI，发育地

层自下而上划分为玉皇顶组、大仓房组、核桃园

组、廖庄组、上第三系上寺组、第四系平原组，其

中下第三系构成一个完整的沉积旋回。旋回中部

的核桃园组是主要含油气目的层。

根据沉积构造和油气藏分布特征以及现今

的构造格局，泌阳凹陷可划分为北部斜坡带、中

部凹陷带和南部断阶带。凹陷中褶皱不发育，主

要形成了一系列的鼻状构造，以非背斜圈闭油气

藏类型为主。砂岩上倾尖灭油藏沿南部边界断裂

分布，是主要的油藏类型。复杂断鼻、断块油藏主

要分布在北部斜坡带上，该带是沉积构造复合斜

坡，自西向东发育有古城、张厂、王集、侯庄等多

个三角洲砂体，各个砂体复合连片，提供了良好

的储集条件。沿着各三角洲沉积体系主体部位发

育的鼻状构造向凹陷中心倾没，是油气富集成藏

的有利场所。廖庄组沉积末期，北部斜坡强烈抬

升，同时张扭性的构造应力场，导致在鼻状构造

背景上发育了复杂的断裂系统，形成了一系列复

杂的断鼻、断块群。

2斜坡带断鼻断块群油气富集条件

(1)斜坡带发育一系列的鼻状构造，自西向

东分布有古城鼻状构造、付湾鼻状构造、杨楼一王

集一新庄鼻状构造，东西两端的杨楼一王集一新庄、

古城鼻状构造规模大，付湾仅属微幅度鼻状构造。

每个鼻状构造上都发育有已知油田。

(2)泌阳凹陷北部物源体系的三角洲砂体分

布广泛，古城、张厂、候庄等砂体向南伸入深凹陷

区，储层十分发育。西部的古城三角洲砂体向南延

伸，与南部物源体系的双河砂体交汇；东部的侯庄

三角洲向南一直延伸到下二门西南斜坡和深凹陷

区。平面上砂体呈群边状，形成广泛的连片分布，

侯庄三角洲面积最大可达170 km2。

(3)继承性稳定发育的构造一沉积斜坡带紧

邻有效烃源岩分布区，是油气长期运移的指向区。

泌阳凹陷深凹区范围大，而且斜坡内带烃源岩已

进入成熟门限，油源充足，众多砂体伸人油源区，

垂向上与烃源岩构成指状互层式生储组合，运移

通道发育。北部斜坡油气运移的规律主要遵从以

下两点：①总体上从南向北，由构造低部位向高部

位运移，局部构造上首先向鼻状构造轴部运移，而

后沿鼻状构造轴线向高部位运移；②根据优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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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通道理论，油气主要沿连通性好的砂体向砂体

根部运移。这两点从根本上控制着北部斜坡油气

藏的规模及分布。

(4)复杂的断裂体系切割鼻状构造，形成复

杂的断鼻、断块群，是北部斜坡带油气成藏的圈

闭基础。斜坡带不同部位发育的断层产状不同，

导致形成不同的圈闭类型。

斜坡带西部古城地区发育的断层主要受唐

河一梨园边界大断裂控制，断层成南西西走向，基

本横切古城鼻状构造，形成古城断鼻群。王集一新

庄地区断裂系统形成于北东走向的伸展构造体

系域，以发育北东走向的张扭性断层为主(图1)，

同时为了保持变形守恒而沿北东向主断层的上

升盘一侧发生应力传递，形成近垂直于主断层的

小型传递断层。两组断层在平面上形成成排分布

的迭瓦状屋脊断块群，断层封闭性的差异控制着

断块的含油性。同时，北东向主断层与分支河道

砂体配置可以形成断层+岩性油气藏。

i{，

图l王集油田三罐地震CR7舯剖面

(5)埋藏深度不同，原油性质明显差异。

泌阳凹陷北部斜坡为一稳定发展的构造一沉

积斜坡，叉经历了廖庄组沉积末期不同程度的构

造抬升剥蚀，斜坡内带剥蚀弱，油层埋深大于

1000m，保存条件相对较好，为可以常规开采的普

通稠油藏，如古城油田南三块、王集油田；斜坡外

带，残余核桃园组埋藏浅，油气藏保存条件差，主

要形成特稠油油藏和超稠油藏，甚至见到沥青塞

封堵油藏。

2复杂断鼻、断块群油藏特征

泌阳凹陷复杂断鼻、断块群油气藏基本分布

在北部斜坡带上，根据构造形态和圈闭条件分

析，复杂断鼻、断块群油藏主要包括断鼻油气藏、

断块油藏和断层+岩性油藏三种。

断鼻油藏：系有断层切割鼻状构造构成断鼻

固闭而形成的油藏。主要分布于斜坡带西部古城

鼻状构造，是古城油田的主要油藏类型。

断块油藏：该类油藏是在鼻状构造、或单斜

坡背景上，地层被两条以上断层切割为一系列封

闭的断块而形成。断块剖面形态主要为反向正断

层之间的抬斜屋脊式断块，面积一般小于l km2。

主要分布于斜坡带东部的杨楼一王集一新庄鼻状

构造，杨楼、王集油田西北部。

断层+岩性复合油藏：断层+岩性抽藏主要指

砂岩尖灭加断层遮挡构成圈闭而形成的油藏。主

要分布于王集油田东南部，因为岩性圈用的性能

优于断层，所以此类油藏含油丰度高于断块油藏。

复杂断鼻、断块群油藏具有如下特征：

(I)纵向上含油层位跨度大，主力油层段分

布集中。同一鼻状构造背景下主力油层段基本相

同的特征。如古城油田主力油层为H3IV、V油组

(图2)，王集油田主力油层为H311、Ⅲ油组。

囤2古城油田沿鼻投构造轴向油藏剖面

(2)从南向北油层埋藏深度逐渐变浅，原油

性质相应变差。王集油田南部油层埋深1000～

1500131，原油密度0．9125—0．9400咖m3；古城油田
南三块油层埋深600～1050 m，原油密度主要为

0．8540～0．9080 g,'／91133；新庄油田油层埋深136—983

m，原油密度0．9190～0．9814 g／cm3。新庄、古城两

油田北侧都发育地层不整合参与圈闭的超稠油

藏，甚至形成沥青塞。

(3)油层厚度薄，多数以中薄层为主。古城油

田小于3 m的油层数占82．5％，控制厚度占

6】】％；王集油田小于4]TI的油层数占84．2％，控

制厚度占62．4％；新庄油田小于5 m的油层数占

84．2％、控制厚度占48．4％。

(4)断鼻、断块、断层+岩性三种基本油藏类

型都表现为具有多套独立油水系统的层状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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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藏，断鼻、断块内油藏具有多个油水界面。

3构造演化与油气成藏

泌阳凹陷北部斜坡为一长期稳发展的构造一

沉积复合斜坡。一系列的鼻状构造与三角洲砂体

对应，差异压实作用形成构造雏形，经早第三纪

末构造运动定型。断裂体系受控于两条边界断

裂，早第三纪末构造运动使北部斜坡强烈抬升，

下第三系遭受不同程度剥蚀。此期，基底拉张、翘

倾和重力滑动共同作用形成了北部斜坡以张扭

性为主的断裂系统。该期构造运动后，整个凹陷

处于稳定阶段，接受了上第三系和第四系区域平

层沉积，形成统一的南襄盆地。

油源对比表明北部斜坡各油田的原油来自

凹陷中心核三上段烃源岩。凹陷中核三下段烃源

岩在廖庄组沉积时已全部进入高峰生烃期，核三

上段主力生油层(Ⅲ、lV砂组)在廖庄组沉积末期

已进入高峰生烃期。大规模的油气二次运移期和

高峰生烃期对应，核三上段生成的油气在廖庄组

沉积末期进入排烃和二次运移高峰。

油气运达北部斜坡的时间明显早于盆地的

抬升剥蚀和块断作用发生期，垂直或斜切和砂体

延伸方向的断裂体系，使油气运移的通道复杂

化，但通过断层后油气优先进入原来已经通过油

气的储层，形成从南到北不同断块主力油层的一

致性。核三下段油气进入北部斜坡时，断鼻、断块

群尚无形成，油气直接散失到古地面。被断层封

挡的油气，经生物降解、水洗氧化作用和烃类轻

质组分的散失，形成断鼻、断块群稠油藏。

4勘探配套技术

根据泌阳凹陷斜坡带复杂断鼻、断块群油藏

聚集规律，此类油藏勘探的关键在于，寻找鼻状

构造背景，准确落实鼻状构造发育区带的断裂空

间展布，细致开展圈闭评价，指导钻探。主要形成

了下列配套技术系列。

(1)在有利区开展高分辨率三维地震勘探，

或通过提高地震分辨率的重新处理，可较好解决

复杂断块群的构造解析和储层横向预测。

(2)运用三维地震资料连片处理技术，消除

不同年度分块采集三维地震资料区块间边界剖面

信噪比低、归位不准造成结合部位构造形态不清

的边界效应，利于对整体构造形态的全面认识。

(3)三维地震构造解释技术。①利用工作站人

机交互解释系统，对三维地震数据体从不同角度

进行动态分析，初步了解、熟悉全区资料特征及地

质概况。②在综合标定的基础上，先对过井的骨干

剖面进行解释，建立起全区的构造模式，再精雕细

刻。⑧在骨干剖面解释层位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自

动追踪、面块切片解释等技术，辅以垂直剖面解

释、切片解释等，采用由大到小，由粗到细、充分结

合钻井地质资料的解释方法。④运用三维可视化

技术，分析目标断鼻、断块的空间叠置关系。⑤建

立准确的速度场，实现变速成图。

(4)开展地质综合研究，落实含油砂体的空间

展布．分析储层物性_及影响因素，预测有利储集相

带；系统研究复杂断块群油气聚集规律，综合利用

各种资料评价和优选圈闭。

(5)应用大斜度定向井技术，少打井、多发现

油层；优化井筒配套技术，采取有效的油层保护措

施，提高勘探经济效益。

5勘探前景

复杂断鼻、断块群油藏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油

气勘探技术的不断更新，为泌阳凹陷斜坡带勘探

开发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王集一新庄断鼻、断

块群，自1989至1990年开展三维勘探以来，不断

有新的发现，王集油田1990年至今已上交新增探

明石油地质储量379x104t，新庄油田“九五”期间

新发现明石油地质储量115×104t。新发现泌259、

泌浅57、泌浅62等含油断块，控制石油地质储量

约300xl04t。为王集油田不断扩大产能，新庄油

田稠油常规开采奠定了物质基础。

新近完成的第三次资源评价结果显示，复杂

断鼻、断块群油藏勘探仍具有较大的勘探潜力。王

集一新庄断鼻、断块群资源探明率仅33．37％，剩余

资源量3 618x104 t。新庄地区新采集的高分辨率

三维地震资料质量有明显提高，资料处理和综合

解释后有望发现一批新的断鼻、断块圈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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